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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理县。
初夏的桃坪羌寨，往往有清凉寂静的早晨。

第一缕阳光在昨晚的大雨后，以渐渐炫目的艳
阳，四射周围的山峦。眼前陡峭的山峰，被轻盈
洁白的云朵环绕拥抱。一群群不同名字与体型
的鸟儿，叽叽喳喳在高大茂密的核桃树的翠叶
枝条间盘旋，这些古老的核桃树仿佛就是它们
栖息的家园。有的时候，还有野鸡在清晨的寂静
里呱呱低鸣。理县的生态随着当地人环保意识
的加强而变得更加良好。站在羌寨的楼顶，望向
周围山峦，以前因5·12特大地震而裸露胸膛露
出岩石的大山，已经在十二年后的今天，逐渐披
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绿色植被，这些绿色植被给
予人无限希冀。沉默而耸立的碉楼就在眼前高
高伫立，在碧蓝天空的映衬下，这个有着千年历
史的古老羌寨，在此刻，散发出神秘与粗犷。

沿着老寨子走了一圈，因突如其来的疫情
造成旅行的游客较往年少些。这么多年来，无数
次进入川藏地区深处，因而途经并进入桃坪羌
寨驻足已近十余次。但此刻，当正午绚烂的阳光
投射进狭长幽深曲折的石头垒成的巷道时，还
是会在一瞬间给人以穿越时空的恍惚感。桃坪
羌寨，这个被世人称为“神秘的东方古堡”的老
寨，据史料记载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至今已经
有 2000多年的历史。古老羌寨沿袭至今，居住
以石头建成的碉楼为主，整个寨子的建筑依山
而建高低错落，在半山之间彰显独特与神秘。据
传很早以前，羌族先民在这里种植大片大片的
桃树，因而寨子早先叫“桃子坪”。寨子用当地片
石砌成的平顶建筑最多三层，结构繁复，坚实耐
用，家家相连。其间充满曲廊暗道的幽深，从海
拔5000多米雪山引下来的山泉水水网密布，泉
水通过暗沟汩汩流淌到各家各户，清澈而不干
枯。

桃坪羌寨老寨子目前有 98户人家。尔玛，

是羌族人的自称，有时也自称“日麦”。这个古老
的少数民族历史上都在西北地区。为了生存，古
羌人历尽艰辛的从西北地区往西南地区大迁
徙，最后来到茂县、汶川、理县、北川、松潘、黑水
等地，为了防御外族侵扰，他们占据高山，居住
碉楼，桃坪羌人就是这只部落的后裔。

羌族汉子陈硕的家，叫“尔玛人家”，就在老
寨子的尽头。

进入老桃坪羌寨，拐进一座鲜花盛开、视野
开阔的院落，眼前悬挂的一串串金色的包谷，满
树的红樱桃，诱人的车厘子，以及散落在院子里
的那些带着羌族人民民俗生活痕迹的石磨、火
枪、铜壶、皮衣、兽皮等等，令这个宽敞的小院充
满温馨与民族特色。很多旅行的客人蓦然走进

“尔玛人家”，往往都会惊叹：这个小院子太漂亮
啦。“尔玛人家”是陈硕自己起的名字。身为羌族
人，他引以为豪。他家的房子，与桃坪羌寨其他
民居一样，沿山而建，高高低低，错落盘旋。石头
外墙，木头房子，大大小小一共二十几间住房，
这是陈硕与妻子杨凤云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
动，把老宅打造成为了闻名海内外的羌民族特
色民宿。“尔玛人家”今天已经成为阿坝州理县
最为璀璨的一张羌民居文化名片。进入羌寨，大
多数人只要发现这个鲜花与果树满院的小院，
往往都会驻足留恋，赞不绝口，小院的魅力渗透
于各个角落。其实，循着主人的足迹，以及他闪
回的记忆碎片，我们可以读到一位生于斯长于
斯且从未离开过这片神奇土地的羌族汉子的心
路历程。而他，作为“感动阿坝年度人物”“全国
幸福家庭”等荣誉的获得者，究竟是如何在家境
贫困中依靠国家有关政策，依靠当地政府的有
力支持以及全家辛苦打拼、历经磨难，最终走向
富裕之路的呢？带着问号，我走进阿坝理县，走
进桃坪羌寨，走近这个身上有着传奇色彩的羌
族汉子陈硕。

陈硕，个子不高，却敦实健壮。他的眉眼之
间，没有舒朗轻松，而是常常充满疑问与思索。
他几乎很少笑，眉头常常紧锁。很显然，他是一
个喜欢思考并常常沉浸在自己世界里去思考的
人。他勤劳，肯吃苦，从小到现在一直如此，他带
着他的思考如陀螺一样在自家院子里忙碌，楼
上楼下修剪花草，给花草果木灌水，给客人一壶
一壶打好开水，调整院子里桌凳的最佳视觉感
位置，等等。偶尔，他会笑一下，那种瞬间乍现的
快乐与轻松，显露出他个性里的率直与天趣。他
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身上带有山野之率直气
息的人，有头脑，能吃苦，善于接受与不断前行。

“尔玛人家”能在桃坪羌寨脱颖而出，成为很多
行者喜欢驻足的一个地方，从陈硕对自家老院
子打造的一点一滴的深刻用心，就可窥见一斑。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寨子周围下河捞
鱼，上树掏鸟。”从小调皮捣蛋的陈硕，祖祖辈辈
都生活于此。尽管早在成都买了房子，把年已九
十岁的父亲八十六岁的母亲安顿到了成都，但
是，他与妻子杨凤云还是喜欢住在寨子里，“我
家这里好舒服啊，空气好，阳光好，你们感觉舒
服不？”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陈硕的脸上出现
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满足。他的妻子杨凤云也很
少去成都，她坦承自己更热爱桃坪羌寨。夫妻俩
感觉只有待在山里的羌寨，才会感觉到清新的
空气与身心的舒畅。“我很心疼我的爸爸，他年
轻时候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说起父母，陈
硕坦承自己每周都要抽时间开车回成都看望父
母，陪爸爸妈妈说说话，聊聊天。“我看见爸爸妈
妈身体健康，乐呵呵的，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960 年，陈硕出生在桃坪羌寨。“那个年
代，家里很穷，常常只能吃南瓜、土豆、玉米，大
米几乎吃不到。读完初中，我就辍学开始劳动挣
工分了。”陈硕的父亲是学校老师，但因成分问
题打成右派当时还未恢复工作，因此家里非常
困难。“家里穷到哪个程度喃，举个例子，集体分
了玉米拿回家，我家里连装玉米的柜子都没有，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看见家里如此贫困，身为
长子才十几岁的陈硕决定学做木匠，好给家里
做一个柜子。木匠学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
1976年，寨子里说大家可以找副业了。“可以找
副业就是好事情啊，意味着就可以外出挣钱
啊。”陈硕为了给家里多挣一点钱，帮助爸爸妈
妈减轻养育自己还有四个兄妹的负担，他来到
桃坪羌寨附近不远处一个叫做“古城村”的寨
子，去淘金刚砂，起早贪黑虽然辛苦，除了交给
队上的，自己还可以余下几百元。接着，队上有
了手扶拖拉机，聪明勤奋的陈硕赶紧去承包了
手扶拖拉机，又挣了几百元。手扶拖拉机慢，卡
车拉货快，陈硕看见有人开汽车，于是赶紧去学
会了开卡车。1980年，陈硕贷款六万元，终于买
了一台新的东风牌大卡车，开始在马尔康跑运
输，拉木头。“我拉货跑得很辛苦，因为每个月的
汽车还贷款几千元，压力很大。有一次，父亲不
放心我，就陪着我跑马尔康，那个年代四川藏区
高原的路哪有现在这么好，路途狭窄遥远险要，
稍不注意，就要翻下悬崖。到了马尔康，装上货
物，就要返回成都。父亲制止我，坚决要我睡一
晚才出发，但我想到客户的要求，还是在疲惫不
堪中连夜坚持把货物拉到了成都。庆幸那个时
候人年轻，但现在想起来很后怕。”1996 年，理
县政府在省政府的号召下，开始大力启动旅游
经济。县里来到桃坪羌寨对寨子里的各家各户
作动员工作。陈硕回忆：“这个期间，国家也开始
对木材禁伐，我拉货也没有啥货拉了，恰好我们
县上动员我们桃坪羌寨的村民说，你们寨子建
筑古老，民俗古老，城市里的人们肯定喜欢来
看。现在全国人民生活条件好了，就要开始出来
到处旅行了，你们寨子开发旅游未来前景好
啊。”

于是，陈硕赶紧把自己的大卡车卖掉，用手
上积攒的钱，开始把家里的老房子进行内部改
造。“我当时只有六间房，但因为这里风比较大，
为了安全，我们羌族人的房子几乎都没有窗
户。”陈硕的家里来了一拨又一拨客人，但很快
客人就少了起来。陈硕纳闷，就问一个来住宿的
客人意见，其中一个客人坦率地对陈硕建议说：

“你们家的住宿条件不好，没有窗户，没有卫生
间，住起来不方便，也不舒服。”陈硕把客人的意
见牢记在心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积攒了一点
积蓄后，马上开始改造房间内部结构，房间开了

窗户，修了卫生间，前后二十多年间，陈硕不断
进行内部改造，一些房间又加了木结构的阳台，
视线开阔，可以望山闻风，可以伸手摘桃。如今，
大大小小二十多间住房。“住房基本满足了客人
的需求，但我需要我的家有羌民族的文化味道，
这样才能留住客人，让客人记忆深刻。”善于思
考的陈硕，把家里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具有羌民
族文化元素的各种老物件陈列出来，悬挂在老
房子的各个角落，这些带有羌族文化符号的老
物件有：生锈的猎枪，羌族袍子，铜壶、老羌绣、
石磨、石臼，等等。“我还到一些羌族老寨子收购
了一些老物件，比如榨油的磨子，磨面的磨子，
羊皮袄子，麻布羌衣，这些东西在我的尔玛人家
汇聚，可以让客人们见到过去羌族人民生活的
痕迹。”

老寨子没有任何钢筋水泥，就是石头房子，
人来人往的客人住在羌寨，可以围坐在火笼旁
边，聊天，交流，交朋友。“这是住进酒店没有的
享受，你看哪个住进酒店里的陌生人可以这么
彼此信赖的喝酒聊天，加微信，成为朋友的？”由
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充足的阳光，这里夏季
清凉，山风吹拂；冬季温暖，阳光充足，因而除了
每年的 12月和 1月游客少一点，其他时间游客
甚多，甚至必须提前订房。“但是，今年特殊情
况，游客少了很多，但我还是每天忙碌，刚好可
以栽花，修剪，维护检修一下房屋，但我相信，夏
天客人喜欢凉快还是要到我们寨子来。”陈硕信
心满满。

2008 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陈硕不太愿
意去回忆那个灾难降临的场面。“地震发生时，
天突然黑了，山也塌了，对面的公路一下就没
了。我当时开了一个小卖部，就叫师傅赶紧搭了
一个帐篷，在外面煮饭炒菜，免费给来救援的部
队、公安、过路人吃。”地震后，电断了，没有电，
陈硕就用自己的柴油机发电，直到柴油也用完
了。“很多人，都用我发的电给自己手机充电，保
持与外界联系，但柴油没啦，只有停了。”地震后
的每天晚上，陈硕忙到很晚，他睡在自己汽车
里，恍然若梦。经历了地震，致富后的陈硕没有
忘记乡亲们。羌族老乡杨子民，家里贫困，自己
与爱人都有病，陈硕一直帮扶他多年直到去年
杨子民家脱贫。理县有一个小学，因为自己父亲
曾经是这个学校的老师，陈硕就记住了父亲一
句话：那些孩子，有些人连糖果都没吃过。于是，
陈硕每年六一儿童节就开车去理县这个小学，
每次捐款五千元，放下钱就走。很多捐款，陈硕
都比较积极，“我就是尽自己一份力，也没想别
的，大家遇到困难，彼此帮助，多好。”陈硕的智
慧在于，尽管他读书不多，却善于观察，善于借
鉴，善于学习。“这几年，我基本每年都要外出考
察学习。”身为理县工商联商会副会长的他，在
外出考察期间，在北京、江浙地区、天津等地参
观古镇民宿，得出一个结论，除了硬件设施，保
持传统文化氛围最重要。“很多客人来到我的院
子，坐一坐，逛一逛，欣喜无比地四处拍摄照片，
喜欢我的院子，我就有自豪感。”他明白，“尔玛
人家”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劲地往现代化融入，反
而，保持千百年来沿袭的最朴素的传统文化十
分重要。所以，尽管他在前期对所有住房进行了
内部改造，但传统建筑的石头结构，木质结构，
回廊庭院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很多客人穿过
漆黑的走廊，走到后院，爬上木头楼梯，站在楼
顶的平台上，眼前就是层峦叠嶂的大山，头顶就
是蓝天下威严的碉楼，顿时会有一种豁然开朗
的舒畅：山风吹拂，暖阳照耀，视野辽阔，霎时浮
现此时不舒畅何时才舒畅的心绪旷达。“我现在
很满足啊，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老百姓生活越老
越好，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政策这么优越，我
真的很满足啊。”陈硕的眉头舒展开来，微笑与
满足浮现在他黝黑浑厚的脸上。

“每一间房子，我用的都是好木头啊，桃木，
纯桃木啊，好多游客给我说他们不喜欢住水泥
房子，就是喜欢住我家这样的木头房子，舒服。”
说到这里，阳光下一脸汗水端着花盆，搬上搬下
浇水的陈硕满脸骄傲。除了住宿，陈硕更注重美
食。现在他家的美食在节假日往往供不应求，必
须预约。有意思的是，我在采访间隙，他家电话响
了，没有人接，我去帮忙接了，电话里说：晚上可
以定二十个人的饭不？我连忙说你不要放电话，
我去问问主人，四处找不到主人，最后在一个角
落里看见拿着电线忙碌的陈硕，他一听：没有办

法了，满啦满啦，晚上全部订满了。他家做菜的是
羌族厨师，无论炒菜炖菜烧菜拌菜，都是羌族人
随心所欲的做法，原汁原味的羌族味道。“我家的
扎酒、炒青杠菌、洋芋糍粑、石磨豆花、炖腊猪蹄、
手擀荞面等菜，都是客人最喜欢的味道。”

羌寨的下午，往往山风强劲，古老的核桃
树卷着阵阵山风呼呼翻滚，犹如海涛般一浪接
一浪。陈硕楼上楼下一刻不停地栽着刚刚从成
都拉回来的鲜花，乐颠颠地倒腾着花盆，满手
泥巴，不亦乐乎。“我喜欢我的院子里，不仅有
葡萄、樱桃、车厘子、核桃等水果，还要有四季
都能盛开的花朵，很美，客人高兴，我也喜欢。”

羌族人民是在狂风与坚韧里成长起来的民
族，羌人的坚毅、勤劳，勇猛、不屈、犀利、直接、
粗犷，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并在阳光下绽放出独
特风景。而陈硕，是他们中间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用心血打造出迎接天南海北客人的“尔玛人
家”，向世人展示羌族
人民的美好生活。他
的生活经历与今天的
幸福，也让我们领略
到 祖 国 经 济 发 展 与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提 升
的巨大变化，也让老
百姓对未来更加充满
信心。

陈硕和他的尔玛人家
□ 杨蜀连

尔玛人家

陈硕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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